
2002年的春节，浙江台州的菜农过得并
不算顺心。

从1月 4日至 1月 31日，日本对中国出
口的蔬菜实行批批检验的临时加严检验措
施，农残检测项目包括甲胺磷、敌敌畏、毒
死蜱、氯氰菊脂等。

台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感到头疼。他们在
人员、技术、设备方面与日方要求存在差距，
如果送到杭州检验，每批要花1至2个星期。

大量西兰花在口岸积压。农残检验结果
没出，出口企业不敢收购，10万亩西兰花无
法收割。最终，台州市质检局紧急承担了农
残检测任务，24小时加班，送检西兰花批批
合格得以出口。

这样的风波，在那几年时有发生。自
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国出口的一些
农产品由于不符合进口国农残限量标准，经
常被退运销毁，每年损失数十亿美元。

当时，我国农残状况不容乐观，许多生
产上应用的农药既没有检测方法也无限量标
准。于是，从事农产品质量安全研究的国家
级科研机构——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
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在2003年应运而生。

两年后，王静作为引进人才走进了中国
农科院质标所，直到十八年后的今天。

坚韧坚韧：：十年攻坚的科学家十年攻坚的科学家

2022 年 3 月 2 日，北京大运河漕运码
头，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火炬在此传递，全
国政协委员、中国农科院质标所科学家王静
担任第二棒火炬手。

那天，冬日阳光映照她明媚的笑容，风
吹起她鬈曲的额发，怀抱火炬的王静站得笔
直，盖不住的自信和热情。“运动员顽强拼
搏、自强不息的精神令人鼓舞，我们科研工
作者也需要这种精神，才能不断取得科技创
新成果。”

场上为国争光，场下十年苦练，王静的
科研路，与运动员有同样的底色。经过十余
年攻关，她带领团队研发的“基于胶体金试
纸条及移动终端的食品安全和体外诊断智能
图像识别技术和系统”，用试剂条结合微信
小程序，5分钟便可检测多种农药残留，技
术全球领先。

一杯茶水，一枚巴掌大的六边形托盘，
将浸润茶水5分钟的试纸条放入六通道托盘
的卡槽中，拍照上传，农残检测结果就弹了
出来。这是2021年7月16日，王静在全国政
协“推进重点区域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
建设先行先试”提案办理协商会上做的小实
验，加上泡茶的时间，还不到10分钟。但在
这之前，从研发、试用到使用，同样的流程
她已重复了成千上万遍，仅这枚小小的六通
道阵列托盘中，就蕴含多项专利。

“困难肯定很多，也有推进不下去的时候，
但这些都是必经的过程。”王静语气中没有一丝
负能量，反而带有几分直面挑战的跃跃欲试。

这项技术的核心之一是智能图像识别，其
正式开始研发是在2017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
的汪洋造访中国农科院，在参观了快速检测技
术后，他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个技术能不能用
在消费者家里？”当时的王静还不敢回答这个问
题，但十几年前埋在心里的一颗种子，恰在此
时破土而出。

她的团队曾做过一项问卷调查，显示超过
40%消费者最关心的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就是
农药残留。生鲜产品的保质期短，如果送到有
资质的专业实验室检测农药残留，一般一个星
期到半个月才能出检测报告，等发现问题，农
产品早就吃进消费者的肚子里，而快速检测技
术能有效弥补这一点。十几年前王静展望未
来，就提出过“手机扫一扫就能检测农药残
留”的畅想。

随着我国5G、云计算、物联网等相关技术
快速发展，当年的展望不再遥不可及，但5年
多的研发路依然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

“研究图像识别的时候，经常出现问题。换
一个手机，换一个人拍照，在不同环境光下，
检测出的结果都不一样，这个阶段非常痛苦。”
王静团队苦恼的技术瓶颈，在世界范围内也是
难题。期间，国际上有几家机构推出了使用手
机拍照的病毒试纸条读取装置，通常是在暗室
中和固定光源条件下进行，或者需要使用手机
光源补光，这正是因为不同光强条件下获取的
图片明暗程度不同，会影响结果判读的准确性。

除了智能识别方面要突破不同环境光干扰
的技术瓶颈，农药试纸条也不好做。王静用新
冠抗原检测试剂盒类比：“农残快检与新冠抗原
检测试纸条技术相通，都是显色原理。不同的
是，新冠抗原检测的目标物是大分子蛋白，农
药则主要是小分子化合物，需要先对其进行分
子结构改造设计，再偶联大分子蛋白制备人工
抗原，才能制备特异性识别农药分子的抗体，
所以农药的抗体制备更难。”

而且，新冠病毒检测的是一种目标物，只
需知道有无即定性，而我国目前登记使用的农
药已有751种，其中化学性农药近600种，风
险农药有近200种，常常需要针对特定农产品
同时检测多种农药。“针对每一个农药开发抗
体，几乎都包含了分子结构改造、有机化学合
成、免疫学的系统创新研究，不仅要做到定性
还要能半定量。”王静说，小小的一张试纸条，
需要大量的研究积累。

那段时间，团队里每个人都压力倍增，主
要发明人曹振博士更是整夜整夜睡不着觉。

王静觉得这在科研过程中是很正常的现
象，同时也觉得自己足够幸运：“院里支持的重
大科技任务，体现了我们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
的巨大优势。中国农科院给我们提供了资金、
人员等各方面的支持，让我们得以心无旁骛地

钻研技术问题。而团队成员也顶住压力，一次
又一次重新实验。”

最终，团队研发出试纸条多通道搭载平台
与AI图像识别算法的有机结合整体，在此基础
上建立的背景扣除模型和算法，实现了对不同
背景环境光干扰的消除。曹振博士自豪地说：

“无论用华为、苹果还是小米，检测准确性与专
业试纸条读卡仪基本一致。”

今年 1月 1日，新修订的 《中华人民共和
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正式施行，农产品质量
安全追溯目录、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制
度写入法里。更让王静欣喜的是，快速检测可
作为行政执法的证据。在这背后，她不仅作为
科学家为此提供技术支持，也作为政协委员推
动了溯源体系建设、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化、
快速检测应用合法化。她参与联名的《关于推
进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建设的提案》，建议
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机制，让消费者参与
监督。这件提案，最终由汪洋主席督办。

“未来，我将带领团队继续深入研究检测技
术，在实现更便捷检测的前提下，降低使用成
本。”豪情壮志背后，是王静作为一位科学家的
自信：不惟有超世之才,亦有坚忍不拔之志。

尽责尽责：：政协队伍的政协队伍的““普通一员普通一员””

“我是政协委员队伍中最普通的一员。”
1月17日，王静获评2022年度全国政协委

员优秀履职奖。但她总是谦虚地说：自己并没
有做什么特别的事。她说，“我只是专心做两件
事，一件是专心做科研，一件是专心做委员。”

这一年，专心做科研，王静带领团队完善
了“快速检测图像识别系统”。而专心做委员，
她最自豪的事之一就是作为全国政协“乡村振
兴读书群”群主向总书记作汇报。

2022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看望
政协委员并听取建议时，王静朗声汇报：“我今
天是作为乡村振兴读书群第八期群主发言。”

“你这个群主是怎么当上的？”总书记来了
兴趣。

“群众推荐的，因为是积极分子。”还未等
王静回答，主持会议的农业农村委员会罗志军
主任替她答道。

乡村振兴读书群有2000多位全国政协委员
在线，共同学习相关文件政策，定期重点读一
本书，群主负责组织导读并协助组织线上线下
读书活动。

“农业农村委让我当第八期群主，这是作为
委员的责任和义务，我毫不犹豫答应了，可心
里其实没底。”王静是全国政协表彰的读书积极
分子，但面对群里随时冒出的各种专业问题，
她既担心自己理论水平不足以答疑释惑，又担
心因科研工作不能及时回复书友。

这些顾虑没有成为她敷衍了事的借口，而
是化作脑子里紧绷的一根弦，激励她更想把每
一件事做好。

年初，群里共读《农业4.0——即将来临的
智能农业时代》，围绕“三农”问题开展讨论
时，陈冯富珍委员忽然提问：“能帮我解答一
下，农业现代化与乡村振兴的关系吗？”这个问
题不是一两句话能解释清楚，也不止一位委员
抱有疑问。王静直接联系了书的作者李道亮教
授和研究“三农”政策的霍学喜委员，问他们
能不能帮助回答。“他们二位欣然同意，并且做
了充分准备，解答得非常专业。”

而读到“畜牧”章节时，委员们饶有兴致
地讨论：“牛真的喝啤酒听音乐吗？”

“我在内蒙古考察乳品企业的时候，倒是现
场见过牛听音乐、按摩，但是牛喝啤酒真没看
到。”王静不想凭空胡说，就去找更专业的人回
答。她邀请了肉类研究专家乔晓玲委员到读书
群里。“原先委员们以为，牛喝啤酒听音乐只是
个噱头，听乔委员解答后，才知道这样做确实
对提升肉类品质有好处。”

一石激起千层浪，群里热闹的氛围让委员
们谈论起自己家乡“农业4.0”的应用，从无人
驾驶收割机到植保无人机，聊得酣畅淋漓，不
仅扩充了知识面，还为履职提供了思路。

自从当上群主，王静每天早中晚三次登录
委员读书群，鼓励大家读书发言。“其实，以前
我没当群主时，因为工作忙，在群里发言不太
积极。但当一天群主，心里就该多一分责任。”

群里不论哪位委员发言，王静只要看见就

会接过话题。“委员深思熟虑后写了一条建议，
发到群里，如果没人互动，久而久之就失去积
极性了。”

王静觉得，委员发言引起足够重视，就能
增加委员的成就感，从而激励自身更认真地去
调研、去倾听、去推动事情解决。

成为政协委员后，王静的切身感受是，自
己认真提出的建议，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
音。正因如此，她比起以前更关注国家发展的
方方面面，也更积极参加调研。

2021年 7月，王静参加了“推进重点区域
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建设先行先试”重点
提案督办调研。一路上，王静多次询问商超、
批发市场、种植基地等一线人员对新的快检手
段的需求，并一一记录下来。

“调研对于委员的能力提升非常重要。”王
静体会到，每一次调研的内容、地区、人员，
都是专委会用心组织的。而调研期间与委员的
讨论、与部委的沟通都让她受益匪浅，“提案不
是现想现写，而是日常持续的关注、调研、思
考、积累。”

回看自己递交的第一件提案，王静感到很
不满意，“没有立意。”她一语切中要害，“成为
政协委员之前，我写东西不太聚焦，现在我写
提案的质量有了很大进步，交上去也不心虚
了。”

有人说，政协委员提了建议也白提，王静
觉得这话不对。“汪洋主席常说：不求说了算，
但求说得对。”有些一时没有解决的问题，只要
是对的，只要坚持提，总有一日会解决。

几年履职下来，王静还有了一个新的体
会：委员提的提案要基于充分的调查研究，要
能“落地”，不能“够不着”，找不到落实的空
间。“如果提出的建议太虚了，根本找不到合适
办理的部门，那人家就是想落实也没办法呀。”

2022年全国两会期间，王静提交了《关于
破解科技成果转化落地难的提案》，笔触间流露
着她多年以来的思考：“在中国政府十分重视成
果转化的今天，科技成果产业化率低已然不是
政策扶持不够、企业创新意识不足、成果需求
不旺的问题。”接着，她列出翔实数据，分析了
科技成果转化的一条条现实困难，“现有的科研
评价体系中，在职称晋升、科技成果奖励时，
普遍只看第一单位、第一作者，导致科研工作
者或团队缺乏与他人合作的动力，不愿意坐

‘冷板凳’，大都做自己能独立完成的短平快
‘小’成果。”最后，收敛笔锋，她提出了三项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落地的建议。

不久后，王静就接到了国家知识产权局打
来的电话：“您的提案被列为重点提案，由我们
承办！”

这是王静提交的第二件重点提案。她笑得
眯起了眼睛，神情既自豪又害羞，“履职5年，
两件重点提案，这是对我工作最好的鼓励。”

乐观乐观：：柳暗花明的柳暗花明的““老船长老船长””

六边形的小托盘，搭上六根长长的试纸
条，看上去酷似一枚船舵。而手持托盘的王
静，正如一位经验丰富的“老船长”，带领团队
冲破迷雾，同舟共济。

这位爱笑、坚韧、强大的“老船长”常
说：“我最自豪的是我的团队，大家互相包容，
在工作中齐心协力，每个人都乐观自信。”

王静团队的成员，同样因为有她在，无论
是科研还是心情，都能一扫阴霾，充满了安全
感。

然而，“老船长”曾经也有不乐观的时候。
回忆起当年刚来质标所的情形，王静不由笑

了：“现在说出来比较轻松，但当时压力真的特
别大。”

由于条件限制，当年王静并没有自己的实
验室，也没有如今54人的团队，每天一个人辗
转于临时实验室。条件艰苦尚能克服，更让她
着急的是科研进度。来的第一年申请不上项
目，第二年还是申请不上项目。“我作为引进人
才来到农科院，应该做到方方面面更出色，达
到院里的期望，可我的科研进展还不如年轻
人。”压力之下，她想过离开，“再这么待下
去，我可能会疯掉！”王静难得流露出一丝郁
闷。万幸的是，当年的所长叶志华一次次鼓
励，让她重拾了自信，打消顾虑专心研究。

正是这份坚持，让她在 2007 年迎来了转
机。随着国家更加重视食品安全检测和自己多
年的研究积淀，王静先后申请的“863计划”、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科技基础性专项、成果转
化项目等都获得立项，到了2010年，课题组人
员和支持经费都已初具规模。

这份经历，让王静再遇到困难时，多了一
分从容和乐观。“人生中遇到各种困难都是正常
的，只要咬牙渡过这个难关，一切都会柳暗花
明。”

老所长的激励让她坚持了下来，因此这些
年，王静也要求自己力所能及地鼓励别人。每
年有新人加入团队，王静都会给他们讲一个故
事：“新疆有一位陈学庚院士，虽然只有中专学
历，却是当之无愧的国家翘楚，他研发的棉花
铺膜播种机，填补了我国地膜植棉机械化应用
领域空白。习近平总书记称赞他：英雄不问出
处，是不是英雄，战场上见。”王静用这个故事
鼓励年轻人，“成绩好的不要骄傲，成绩普通的
也不要气馁，来了我们这个团队，大家的目标
就是培养一流的人才。”

有人问，每个人基础不一样，你凭什么这
么乐观？

王静说：“没有无用的人，只有放错位置的
人。”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把合适的人放在合适
的位置上，这样每个人都能在团队中发光发
热，成果出来后，大家都很有成就感，也就越
拼越有劲儿。

王静常常欣慰地看到，团队成员眼光长
远，不计较眼前利益。申报奖项时人人谦让，
重要工作从没人拖延。

这一方面是因为，王静给了团队成员最大
的信任，让他们深度参与每一项工作，年轻人
在实践中提升了眼界，树立了自信，有了更长
远的目标。这几年，团队已有两项千万级的重
大成果转化，主导人佘永新和曹振都是年轻的
团队成员。

而另一方面则在于，王静了解每一个人的
特点，随时倾听他们的情绪。“科研停滞不前、
项目申请不顺、职称评定失利，每个人都会遇
到苦恼，这很正常。”王静往往先从学生的优点
谈起给予鼓励，再慢慢开导情绪，“打铁还须自
身硬。项目没拿到，除了客观原因外，还有没
有我们自身的原因呢？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
人，只要我们继续努力，眼前的挫折是短暂
的。”

听过她的开解后，再难的困境，也并没有
想象中可怕了。在这个团队里，只需要专心工
作，一切似乎都是水到渠成的。然而，王静从
不居功，“我并没有做什么，是团队成员自己努
力，也是他们成全了我。”

王静就是这样，平日里大方健谈，唯独听
到别人夸奖自己时，每次都会不好意思，“我只
是一名最普通的政协委员，最普通的科研工作
者，并没有做什么特别的事。”然而，桃李不
言，下自成蹊。一件件办理中的提案，一项项
新鲜出炉的专利，早已替她诉说了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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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专心做好两件事
——访2022年度全国政协委员优秀履职奖获得者王静

本报记者 张园

“我是政协委员队伍中最普通的一员。”
1月17日，王静获评2022年度全国政协委员优秀履职奖。但她总是谦虚地说：自己并没

有做什么特别的事。她说，“我只是专心做两件事，一件是专心做科研，一件是专心做委员。”
这一年，专心做科研，王静带领团队完善了“快速检测图像识别系统”。而专心做委员，

她最自豪的事之一就是作为全国政协“乡村振兴读书群”群主向总书记作汇报。

王静：
全 国 政 协

委员，中国农业
科学院农业质
量标准与检测
技术研究所研
究员

调研农科院蔬菜所试验地大棚番茄用药情况后调研农科院蔬菜所试验地大棚番茄用药情况后，，王静与团队成员现场交流讨论王静与团队成员现场交流讨论。。


